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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赵静 宗申

点开新坝特色农产品直播间，只见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
新坝镇小荡村党总支书记徐瑶带领一
群“90 后新农人”热情、细致地向网友们
展示当地特色农产品，蔬菜水果琳琅满
目，鲜活地展示着乡村之变。

大学毕业后，面对城市繁华与乡村
建 设 的 双 重 选 择 ，徐 瑶 毅 然 选 择 了 后
者 。当 时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提 出“ 美 丽 乡
村”发展战略规划，让徐瑶看到了乡村
发 展 的 无 限 潜 能 ，并 成 为 一 位 扎 根 乡
土、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的新农人。在
徐瑶的带领下，曾经贫困落后的革命老
区小村庄，如今电商直播走俏、蔬果物
流齐上、乡村旅游火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乡村
特色产业延链增效、联农带农，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谈起特色产业，徐瑶信心十
足，“一条条好政策、一个个大礼包，都是
为了让咱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质朴初心，带领乡亲们走上致
富路

2023 年，徐瑶当选为十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身为一名农村的基层代表，我
必须站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关注农
村发展，服务父老乡亲，带领他们共同
致富。”徐瑶如此谋划着自己的履职之
路。这些年，她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谈及最初回乡创业时的想法，徐瑶
回忆说：“那时候没想太多，只是觉得应
该回家乡做点事。”拿着卖房的 20 多万
元，徐瑶在新坝镇小荡村承包了 10 亩土
地种植西瓜，成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现在回头想想，这一路走来确实
挺辛苦的，但当时身在其中只有硬着头
皮往前闯。”徐瑶说。

“小孩一岁多的时候，我和丈夫每
天 夜 里 三 点 多 钟 起 床 到 市 里 面 的 农
贸 市 场 卖 西 瓜 。上 午 八 九 点 钟 回 到
家 ，休 息 会 儿 ，接 着 到 地 里 和 工 人 们
一 起 干 活 。”徐 瑶 回 忆 起 几 年 来 ，这 样
的 时 间 表 已 成 为 常 态 ，因 为 徐 瑶 深
知 ，拓 展 市 场 销 路 是 农 产 品 发 展 的 关
键 。尽 管 饱 尝 了 风 餐 露 宿 的 艰 辛 ，遇
到 过 资 金 短 缺 、货 源 和 销 路 不 畅 的 困
境 ，但 凭 借 着 身 上 的 一 股 子 拼 劲 ，徐
瑶 挺 过 来 了 ，一 步 步 把 种 植 规 模 扩 大
到了 30 亩、100 亩、120 亩……

“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徐瑶这些年

最大的感悟。在自己创业小有成就时，
她主动进入小荡村村民家中与乡亲们
交谈，鼓励带动大家一起合作，打造规
模 化 生 产 。正 是 这 股 韧 劲 让 她 创 造 奇
迹，2013 年，徐瑶带领 10 余户村民成立
了连云港曙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在
小荡村承包土地 120 余亩，筹建蔬菜大
棚 60 个，西瓜大棚 80 个，黑鱼、季花鱼养
殖 30 亩，豆丹绿色养殖 40 亩，开始了现
代化生态的种植养殖。这位村里的创业
明星已带动村民把绿色无公害蔬果销
至南京、上海，让乡亲们能够在家门口
就业致富。

“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种好地，让大
家都能吃上放心菜，让家乡的蔬果得到
认 可 。”面 对 成 绩 ，徐 瑶 的 回 应 谦 虚 而
质朴。

为民诚心，培养现代农业新生
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海州区新坝镇小荡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连云港曙
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这
些年，除了扎根农田勾勒梦想，“90 后”
的徐瑶可谓身兼数职，角色的叠加带来
了责任的加持。“身份就是责任，我竭尽
所能，希望做到最好。”徐瑶坦言。“竭尽
所能”，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却成为徐瑶
这些年履职的标尺。

“小荡村位于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
镇东北部，临近市区，地理位置优越，同
时海州区将围绕 204 国道，建设 S 形都市
农业产业带，打造‘一带三区’农业空间
布局，我们正好可以抓住机遇，结合小
荡村自身的资源优势，打造特色的家庭
农场品牌及产业带。”谈起乡村振兴，徐
瑶充满期待。

徐 瑶 认 为 ，品 牌 化 是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标 志 ，也 是 家 庭 农 场 提 档 升 级
的 重 要 途 径 ，一 方 面 要 加 强 家 庭 农 场
农 产 品 标 准 化 生 产 ，打 造 区 域 公 用 品
牌，通过组织专题培训班，提升家庭农
场经营者的品牌意识、营销能力；另一
方 面 应 加 快 家 庭 农 场 农 业 新 技 术 、新
品种、新设施的推广和应用，鼓励中高
等 学 校 特 别 是 农 业 职 业 院 校 毕 业 生 、
新 型 农 民 和 农 村 实 用 人 才 、务 工 经 商
返 乡 人 员 等 兴 办 家 庭 农 场 ，培 养 现 代
农业的新生力量。

在这样的信念下，2018 年集体负债
100 多万元、村集体收入 19 万元的小荡
村，到 2022 年已经实现村集体收入 80 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 3 万元。2023 年，

该村投产建设 529 亩数字蔬菜基地，目
前已建成 192 栋温室大棚、冷藏中心、分
拣中心以及苏北单体最大的育苗中心，
形成全产业链一站式的农业业态。2024
年，蔬菜基地的年产值超过 1000 万元，
带动近 200人就业。

坚定信心，助推“90 后新农
人”扎根沃土

这几年，海州区新坝镇像徐瑶一样
回乡创业、任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在
徐瑶的种植基地里，前来参观学习的“90
后”面孔多了起来，她也开始思考如何
带动身边的返乡大学生抱团创业，形成
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团队，
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

“回村任职的大学生并不一定每个
人都要做实体经济，大家可以充分发挥
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在交谈中，徐瑶提
议他们可以组建一个团队，其中包含策
划、摄像、运营、生产等职务，利用抖音、
快手等“90 后”熟知的新媒体方式推广
当 地 的 农 产 品 ，展 示 新 坝 镇 的 乡 村 风
貌。2020 年，她牵头成立由 30 多名回乡
创业的大学生村官组建的创业联盟，建
立新坝特色农产品直播间，当起新坝农
产品“代言人”，扩大新坝农产品品牌效
益 ，仅 当 年 ，就 为 当 地 农 户 销 售 蔬 菜
100 多万元，使 80 多户农民从中受益。

“ 如 何 吸 引 更 多 的 年 轻 人 了 解 农
村、走进农村、留在农村是我一直关注

的 问 题 ，海 州 区 检 察 院 在 小 荡 村 设 立
‘护佑·蓝海湾’未成年人观护基地，让
罪错未成年人走进农村，这既给误入歧
途的未成年人指明一条不一样的发展
道路，也给农村带来了更新鲜的活力，
为农村发展储备了新生力量。”徐瑶在
小荡村“护佑·蓝海湾”未成年人观护基
地揭牌仪式上如是说。

2024 年 以 来 ，海 州 区 检 察 院 联 合
江苏海州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设立的企业型、农业型观护基地，分为
观 护 工 作 室 、观 护 帮 教 室 、观 护 实 践
室。该基地以“真情关爱、个性守护”为
理 念 ，为 罪 错 未 成 年 人 量 身 定 制 观 护
帮 教 方 案 ，开 展 法 治 教 育 、警 示 教 育 、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等 课 程 ，帮 助 罪 错 未 成
年人建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重塑行
为习惯，提高就业技能，步入正确的人
生轨道。

“希望检察机关不断拓宽服务保障
乡 村 振 兴 的 新 路 径 ，通 过 发 挥 检 察 职
能，为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
收入注入更多检察力量。”徐瑶提出殷
切期望。

“当代表的这些年，每当看到乡亲
们获得帮助后的笑脸，我动力更足了。
我要带领乡亲们证明，黄土里也能长出
金疙瘩。”徐瑶笑了，这个曾经卖房创业
的姑娘，如今正带领更多人在乡土中绽
放光芒。正如她常说的那句话：“心中有
光，花自芬芳，乡村振兴的路我们一定
会越走越宽。”

徐瑶：为美丽乡村贡献青年力量

徐瑶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小荡村党总
支书记

□本报通讯员 李鑫鑫

“在乡村孩子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未被世俗浸染的星辰。”湖北省人大代
表、随州市第一高级中学音乐教师蒋随鄂拿着一张与乡村学生的合影，笑容
温暖。孩子们拿着古诗词乐谱，仰头歌唱时眼中跃动着对艺术的渴望，这张
照片，是她参与教育部“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的见证。

每个周四是特别的日子

每个周四的下午，对于蒋随鄂来说都是特别的日子。自 2020 年 10 月，蒋
随鄂被武汉音乐学院聘为开展“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湖北项目组支教教
师。从此，她便会在每周四下午来到随县长岗镇，为乡村儿童带来别开生面
的音乐课，至今已整整四年，无论风雨，从不缺席。

音乐能给人带来快乐，作为一名音乐老师，蒋随鄂一直在思考如何将音
乐的美展现给孩子们，在提高孩子们音乐审美、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的同
时，还能润物无声，育人无形。蒋随鄂将古诗词融入音乐带入课堂，带领孩子
们从听、读、赏、唱、演等多角度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孩子们都很可爱，很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天，看着孩子们渐渐从
刚开始的不知所措到现在自信地向我展示刚学会的曲子，真的很幸福……”
蒋随鄂在支教日记中写道。

除了学生，蒋随鄂还致力于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能力。她通过“一课双
研”模式——既示范教学，又带领当地教师复盘课程设计逻辑，通过课程教
研指导、授课技巧分享等方式，帮助基层教师掌握情境化教学技巧。

推动建立九部门联合协作机制

蒋随鄂对孩子们的关爱不止于课堂。2023 年 9 月，她在随州市曾都区检
察院召开的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文身听证会上提出，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普
法宣传，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这一观点推动当地九部
门联合建立了“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协作机制，进一
步加强多部门信息共享、协调联动，统筹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该机制在
共同推进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深度融合、推进法治进校园活动和平安校园
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4 年以来，曾都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宣讲团定期开展法治宣讲活
动，结合开学季、宪法日、儿童节等时间节点，围绕预防学生欺凌、防范性侵
害、拒绝毒品侵害等相关法律知识，以案释法，为辖区内 16 所学校，1 万余名
学生带来 16 场法治宣讲课。同时，该院还创新法治宣讲形式，改变以往“我
讲你听”的方式，深入辖区中学开展“我心中的法律”分享会，让孩子们从不
同的角度分享了对法的理解、对法与生活的感悟，使孩子心里的那颗法治种
子生根发芽。

“每当在网上看到一些涉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
总想，我们在给孩子带来知识、传递世界美好的同时，也应该让他们对未知
保持警惕，对法律保持敬畏，检察机关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检察开放日活
动上，蒋随鄂频频为曾都区检察院点赞。

“三合一”保护中心暖人心

更具突破性的是“检+”工作模式的诞生。在蒋随鄂的建议下，该院在随
州市妇幼保健院建立全省首家“三合一”保护中心（一站式取证中心、心理咨
询辅导中心、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该中心集保护性、实用性、教育性为一体，
根据未成年人心理特点，营造温馨轻松的氛围，设立“检+警”询问室、“检+
妇联”家庭教育指导室、“检+医”取证室。

2024 年 5 月，该院邀请家庭教育指导老师在“三合一”保护中心，对两名
涉案罪错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家庭教育指导老师结合
两名未成年人家庭情况，与其监护人进行了沟通交流，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
教育观念。检察官分析了罪错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依法向监护人
制发《督促监护令》，督促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两名未成年人不良
行为的监督管教，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

“这里不仅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取证室、询问室，还有心理咨询辅导室和
家庭教育指导室，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你们检察机关太有心了！”在参观该
院“三合一”保护中心时，蒋随鄂特别关注家庭教育指导室的设计。

“孩子们健康成长，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蒋随鄂表示，少年儿童的健康
成长和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希望检察机关为孩子
们撑起“法治蓝天”，让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脚下有力量。

湖北省人大代表蒋随鄂：

以诗乐为壤育成长之花

徐瑶在新坝镇小荡村草莓蔬菜
大棚查看草莓长势。

蒋随鄂为孩子们授课。

徐瑶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